
徐霞客读后感 徐霞客游记读后感(模板5
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
好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
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徐霞客读后感篇一

我读了《徐霞客游记》这本书后，很受启发。知道了徐霞客
一生共出游了二十四次，经历了种种磨难，游离了祖国的大
好河山。让我知道了只要有坚忍不拔，敢于奋斗，知难而上
的精神就没有过不去的路。

公元1586年的有感寒冷的冬天，徐霞客出生在江阴马镇的一
个小村子里，他出生的那一天他的父亲已经41岁了。他的'母
亲王子孺在怀徐霞客的时候曾做过不同寻常的梦，梦境奇异，
等待徐霞客出生之后，他的父母就给他取名弘祖，后又取字
振之，是希望徐霞客长大后能光宗耀祖，振兴已经中落的徐
氏家族。徐霞客是徐有勉(徐霞客的父亲)的第二个儿子，他
小时候突出的表现更加让他的父母对他充满了更大的希望。
徐家在科举的道路上经历了悲惨遭遇，而在徐有勉那里得到
了彻底性的改变，而徐霞客自己也不喜欢读四书五经而是古
今历史，山海图经，对各地山水胜景尤其感兴趣。19岁时，
徐霞客的父亲因病去世，他的母亲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徐霞
客22岁时第一次出游一直到了他逝世前一年，三十多年中，
他共有2千次出游，其中两次遇盗三次绝粮，好友去世从人逃
遁种.种的磨难，并没有难倒徐霞客出游的意志。

伟大的时代出伟大的人，就是因为徐霞客坚忍不拔，敢于奋
斗，知难而上的意志力在他的有生之年内完成了一本着
作——《徐霞客游记》。



同学们，也许是在人生路上，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生下来
第一件事就是学会走路，现在我们去某一个地方都有车骑，
又方便又快，而徐霞客当时去游历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他用
的是什么走遍了大江南北，他用的是一双脚!同学们，让我们
去学习徐霞客的意志力去学习他的精神，让我们英桥向目标
奋斗吧!

徐霞客读后感篇二

我读了《徐霞客游记》这本书后，很受启发。知道了徐霞客
一生共出游了二十四次，经历了种。种磨难，游离了祖国的
大好河山。让我知道了只要有坚忍不拔，敢于奋斗，知难而
上的精神就没有过不去的路。

公元1586年的有感寒冷的冬天，徐霞客出生在江阴马镇的一
个小村子里，他出生的那一天他的父亲已经41岁了。他的母
亲王子孺在怀徐霞客的时候曾做过不同寻常的梦，梦境奇异，
等待徐霞客出生之后，他的'父母就给他取名弘祖，后又取字
振之，是希望徐霞客长大后能光宗耀祖，振兴已经中落的徐
氏家族。徐霞客是徐有勉（徐霞客的父亲）的第二个儿子，
他小时候突出的表现更加让他的父母对他充满了更大的希望。
徐家在科举的道路上经历了悲惨遭遇，而在徐有勉那里得到
了彻底性的改变，而徐霞客自己也不喜欢读四书五经而是古
今历史，山海图经，对各地山水胜景尤其感兴趣。19岁时，
徐霞客的父亲因病去世，他的母亲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徐霞
客22岁时第一次出游一直到了他逝世前一年，三十多年中，
他共有2千次出游，其中两次遇盗三次绝粮，好友去世从人逃
遁种。种的磨难，并没有难倒徐霞客出游的意志。

伟大的时代出伟大的人，就是因为徐霞客坚忍不拔，敢于奋
斗，知难而上的意志力在他的有生之年内完成了一本着
作——《徐霞客游记》。

同学们，也许是在人生路上，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生下来



第一件事就是学会走路，现在我们去某一个地方都有车骑，
又方便又快，而徐霞客当时去游历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他用
的是什么走遍了大江南北，他用的是一双脚！同学们，让我
们去学习徐霞客的意志力去学习他的精神，让我们英桥向目
标奋斗吧！

徐霞客读后感篇三

想必大家都听过《徐霞客游记》吧!我也读了《徐霞客游记》。
以下便是我读的这本书主要内容与我自己的心得感受了。

《徐霞客游记》主要讲了徐霞客为了考察祖国的山河土地，
他自二十二岁开始出游，30年间，东渡普陀，北游燕冀，南
涉闽粤，西北登太华，西南游边疆。足迹及于今江苏、浙江、
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江西、福建、广东、
云南等16个省区及京津沪等地。《徐霞客游记》以日记体载
精详而忠实地记录了徐霞客大半生跋山涉水见闻与心得。

我读的《徐霞客游记之山篇》，大家如果要读整版的买简易
版，因为如果要读原版你可就死定了，原着六十多万字，不
持之以恒是不可能读完的，我读的山篇就花了我一星期的时
间。如果读原着一二年都是有可能的。徐霞客原名徐弘祖，
字振之，别号才为霞客。《徐霞客游记》我发现他是以日记
的方法编写而成。《徐霞客游记》它不仅是一部闻名于世的
地理巨着，更是一部我们值得观看与品读的山水游记。《徐
霞客游记》是以文学价值极高而见称于世，而被人们推
为“古今游记之最。”这就是人见，花见花看，车见车要看的
《徐霞客游记》。

这便是闻名于世!经徐霞客花了30年之久才写成的《徐霞客游
记》。



徐霞客读后感篇四

想必大家都听过《徐霞客游记》吧!我也读了《徐霞客游记》。
以下便是我读的这本书主要内容与我自己的心得感受了。

《徐霞客游记》主要讲了徐霞客为了考察祖国的'山河土地，
他自二十二岁开始出游，30年间，东渡普陀，北游燕冀，南
涉闽粤，西北登太华，西南游边疆。足迹及于今江苏、浙江、
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江西、福建、广东、
云南等16个省区及京津沪等地。《徐霞客游记》以日记体载
精详而忠实地记录了徐霞客大半生跋山涉水见闻与心得。

我读的《徐霞客游记之山篇》，大家如果要读整版的买简易
版，因为如果要读原版你可就死定了，原着六十多万字，不
持之以恒是不可能读完的，我读的山篇就花了我一星期的时
间。如果读原着一二年都是有可能的。徐霞客原名徐弘祖，
字振之，别号才为霞客。《徐霞客游记》我发现他是以日记
的方法编写而成。《徐霞客游记》它不仅是一部闻名于世的
地理巨著，更是一部我们值得观看与品读的山水游记。《徐
霞客游记》是以文学价值极高而见称于世，而被人们推
为“古今游记之最。”这就是人见，花见花看，车见车要看的
《徐霞客游记》。

这便是闻名于世!经徐霞客花了30年之久才写成的《徐霞客游
记》。

徐霞客读后感篇五

《徐霞客游记》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比较详细记录所经地理环
境的游记，也是世界上最早记述岩溶地貌年详细考址其成因
的书籍。《徐霞客游记》是以日记体为主的中国地理名著。
明末地理学家徐弘祖经34年旅行，写有天台山、雁荡山、黄
山、庐山等名山游记17篇和《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
《楚游日记》《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



著作。主要按日记述作者1613——1639年间旅行观察所得，
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现象，均作详细介绍。

我曾从图书馆借阅过《徐霞客游记》来看，我觉得他就是将
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记下来，虽说是地理著作，但在我看来，
他的文学性更强，语言简练优美，生动而传神。比如
说：“涧随山转，人随涧转”等。作者善于根据景物特点，
遣词造句，喜用四字词，如“云散月朗，人意风光，泉声山
色，攒峦夹翠”等等，往往成二二式结构，或上下匀对称，
显得典雅而匀整，新奇而别致。

作者《游雁荡山日记浙江温州府》每天所记，各有中心，并
根据不同的景物特色和任务活动情况，采用不同的笔法，详
细生动，引人入胜。总之，作者把叙事、写景、抒情融为一
体，令人亲临其境。

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书本身的内容，因为其中是文言文，如果
不静心下来读，根本读不懂，而翻译的白话文又太浅显，所
以内容不太吸引我。

我佩服的是徐霞客能够用尽毕生的精力去走遍祖国的大好河
山，不畏艰险献身地理事业的热情和坚韧不拔的意志。

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像徐霞客一样——走遍中国！


